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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影是我国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同时，又是经济效益极好的文化产品。
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一位领导对我说：“在我国税收总收人中，电影的税收名列前茅。
” 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至1931年，为开创期，这个时期的电影多为戏曲、武侠、
爱情、伦理等内容。
至“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后，内忧外患，在炮火纷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观众需要观看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激励群情、振奋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远离时代、脱离现实斗争、风花雪月的影
片，极为淡漠，影院上座率大幅度下降。
 这对新生的电影事业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因而，引起了影片经营者的重视。
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不景气的现状，必须在影片内容方面进行创新。
 于是，他们邀请“左翼”作家帮助编写剧本，经过地下党领导的同意，建立了党的电影小组，自1932
年开始，共产主义者进入电影界。
随后，又团结一批电影界编、导、演等进步人士，一起在电影领域树立起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
使中国电影事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摄制了·批又_批具有先进思想内容的反帝、反封建，弘扬爱国主
义思想的影片，受到群众的欢迎，摆脱了电影事业面临的危机，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我国电影事业进入繁荣和发展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电影事业面临新的机
遇和挑战。
在前进道路上，电影工作者以顽强的毅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战胜各种挫折和困难，创作、摄制了
一部又一部适应时代发展，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温尚南同志，自20世_~250年代以来，先后在苏州市宣传、文化部门工作，1982年他参与《苏州市文
化志》的编写工作，同时，又被聘为《苏州市戏曲志》撰稿人。
1990年，他退休后，就以编写二部志书期间积累的资料为基础，进一步深入查阅有关苏州戏曲、电影
资料，编写出版了《苏州影剧史话》。
 2007年，第十六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决定在苏州召开，为祝贺这次节日的举办，尚南同志将已积累
的苏州（含各县市）籍和已迁往外地的，或外地人出生在苏州的，及长期定居在苏州的，从事电影事
业的电影工作者的资料，进行整理，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张澄国、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栋霖担任主编
，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并增补、撰写部分章节，汇集为《苏州与中国电影》一书，编印出版。
 近年来，尚南同志又陆续发现有关苏州电影人若干资料，遂决心将前后两部分资料汇集成《姑苏影人
》编印再版。
 这本集子，记述百年来苏州人为我国电影事业创立和发展，发奋图强，历尽艰辛，在各个历史时期，
为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
 这本集子，记录了若干电影故事，可读性强；还记载了当年专家、群众对若干部电影所写的评论文章
，从一个侧面记述各个历史阶段电影发展的史实，是我国电影艺术百年来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资料集，翔实、丰厚，对电影史研究者将发挥重要作用。
 温尚南同志，自1990年退休后，即参与文化部门组织的戏曲史料抢救、挖掘、整理、编纂出版工作，
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编印、编排、校对，都亲自过问，这是他对苏州文化事业所作的新贡献。
 由于20世fg80年代期间，他先后中风三次，所以他退休后积极参加老年活动，坚持锻炼，恢复了健康
。
如今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仍然动作敏捷，毫无老态。
他不仅个人注意锻炼身体，而且积极辅导社区老人锻炼，他的太极拳打得很好，又会各种名目的拳术
，不仅多次参加社区、市组织的比赛，获得多种奖项，还曾参加1998年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的国际导
引养生功竞赛，获集体、个人表演奖，他还被苏州大学老年学院拳剑班聘为教师，被苏州市老年大学
聘为导引养生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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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获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被苏州市老年体协评为先进工作者，
被沧浪区评为十佳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等。
退休后的尚南同志，真是事业、健康获双赢，他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丰富，有意义，有价值，还
有几分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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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姑苏影人》记录了百年来百余名苏州电影人参与摄制的老电影，包含他们从影的辛劳和创造、
坎坷和不幸。
曾经熟悉的情节和那曾经储存在记忆深处清晰不忘的电影故事，永远伴随在我们身边，呼唤我们甜美
难忘的回忆。
这些虽然都是久远以前的老电影和往日影坛的老影星，但他们都是我们电影发展长河中的佳作、光彩
熠熠的明星以及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幕后英雄”。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苏州电影人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才华和智慧，为祖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也为
中国文化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作为苏州人，我们应该引以为傲。
《姑苏影人》这本集子，记述百年来苏州人为我国电影事业创立和发展，发奋图强，历尽艰辛，在各
个历史时期，为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
本书由温尚南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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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导演方徨《星星·月亮·太阳》导演易文《林则徐》编剧叶元《大桥下面》编导白沉《少年犯》
编剧王静珠《泥孩子》编导朱枫《女兵日记》导演汪莹《稻草人》导演王童《似水流年》导演严浩《
红粉》导演李少红《落河镇的兄弟》导演苏舟美术片编剧、导演《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导演钱家骏《
没牙的老虎》导演浦家祥《三个和尚》导演阿达科教片编剧、导演《熊猫》编导殷培龙《蜜蜂王国》
编导蔡锋纪录片编剧、导演《钢铁长城》编导陆方技艺精湛的幕后影人故事片摄影师《桃李劫》摄影
师吴蔚云《八百壮士》摄影师王士珍《恶梦醒来是早晨》摄影师石凤岐《黑河魂》摄影师王士英《天
云山传奇》摄影师许琦《苦恼人的笑》摄影师应福康《红高粱》摄影师顾长卫科教片摄影师《对虾》
摄影师王凤鸣纪录片摄影师《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纪录片摄影师费龙《香港一百天》摄影师金永福
《春风从这里吹起》摄影师郭兴达《澳门沧桑》摄影师顾建明故事片美术设计师《天云山传奇》美术
设计师丁辰《小城之春》美术设计师朱德熊《孙中山》道具技师田世凯《李慧娘》特技美术师戈永良
《孙中山》美术设计师闵宗泗《水土保持》特技美术设计师戈辛锷科教片美术设计师创制卧式移动动
画设计师沙子风电影录音师《聂耳》录音师吴江海《红高粱》录音师顾长宁电影照明师《李时珍》电
影照明师晏仲芳电影作曲家《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女作曲家寄明《万花迎春》作曲家顾嘉辉《戚
眼眉》女作曲家陈秋霞电影评论家“左翼”电影骁将鲁思评论家、剧作家唐纳电影理论、评论家钱国
民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倪震电影教育家电影教育家戴公亮电影事业家电影事业家沙荣峰电影事业家平
鑫涛光彩熠熠的耀眼演员《狼山喋血记》赵二扮演者洪警铃《孤儿救祖记》余蔚如扮演者王汉伦《海
誓》福珠扮演者殷明珠《歌场春色》李惠芳扮演者宣景琳《自由魂》雪花扮演者汤天绣《乌鸦与麻雀
》萧太太扮演者吴茵《风暴》施洋扮演者金山《希望在人间》陈伽扮演者黄晨《铁板红泪录》刘正兴
扮演者朱孤雁《女儿经》朱雯扮演者朱秋痕《一江春水向东流》张忠良扮演者陶金《小二黑结婚》小
二黑扮演者顾也鲁《钢铁战士》张志坚扮演者张平《凯歌》张桂英扮演者袁美云《早春二月》文嫂扮
演者上官云珠《我们夫妇之间》张英扮演者蒋天流《还乡日记》小桃扮演者吕恩《哀乐中年》经理女
儿扮演者李浣青《红楼残梦》周美芬扮演者欧阳莎菲《虎穴追踪》资丽萍扮演者叶琳琅《绝代佳人》
如姬扮演者夏梦《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孔淑贞扮演者金迪《金鹰》布尔固德扮演者高远《上海姑娘》
白玫扮演者陶白莉《等到满山红叶时》杨明扮演者丁嘉元《女人四十》阿娥扮演者萧芳芳《报仇》关
小楼扮演者姜大卫《人到中年》陆文婷扮演者潘虹《自梳》玉环扮演者刘嘉玲《驯匪记》刘德一扮演
者吴卫东《同探佳人》琳琳扮演者韩雪附录一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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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州电影院中，专映电影历史最久的，要数大光明电影院，其次是苏州电影院。
它们至今已有58年的放映史，不仅历史久，而且也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
因为地处北局闹市区，上座率也最高。
 大光明电影院前身是北局大戏院（不久更名大东游艺场），由句容古董商陶寿荪于1928年开办，设备
较简陋，能容纳300余人，全部是100余条木质长板凳，演出歌舞、魔术、文明戏，后期曾一度兼映无
声电影。
一年后，陶看到放映电影本轻利重，有利可图，即向大东游艺场后院靠第一天门的荒墩发展，搭建竹
架芦席棚作为观众厅放映电影，70条教堂式礼拜凳，可容纳700余人，易名中央大戏院，于1931年1月8
日开幕。
陶见生意日益上升，赢利确实可观，在其表兄唐道安（原在句容老家任私塾教师，后两人均做古董生
意，合股先建造新苏饭店，唐任饭店总务主任）的帮助下，又在后院北面靠珍珠弄荒墩扩展，建造一
座近千座位的正规电影院观众厅。
因设计规模较大，用料考究，耗资甚巨，资金缺乏无力完工，只得以15000元出典与上海美国影片商卢
根。
卢派史廷盘（电影导演史东山兄弟）、任天竞出任正副经理，于1931年7月1日开幕，命名苏州大戏院
。
当时中国最大之联美歌舞剧团、消夏歌舞剧团、上海梅花歌舞剧团和苏州昆剧新乐府（前身为苏州昆
剧传习所）、道和曲社等团体，先后在该院演出，历时近一年。
后安装美国制造RCA映机和扩音设备，于1932年7月4日，始改映有声电影。
 陶寿荪不能容忍卢根独霸，决定同其表兄唐道安再次筹足资金，拆去中央大戏院竹架芦席棚观众厅，
耗资两万，建造砖木结构的观众厅，内部装饰不亚于苏州大戏院，建造成当时苏州最新式之电影院，
命名大光明电影院，于1931年10月24日开幕。
唐道安代陶寿荪兼任经理。
《苏州明报》于10月22日报道了大光明电影院即将开映的消息：“际此国难临头，负有推进社会使命
之电影院，理应开映富有刺激爱国心之新片，该院有鉴于此，故开幕第一贡献，即开映民族革命巨片
《自由魂》，深愿苏州同胞们（民众们），本自由魂的精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
族的大光荣。
”“振民族自由之精神，促发奋图强之猛醒”、“沸腾你的热血，震撼你的灵魂”。
《自由魂》影片，即《碧血黄花》，孙瑜编剧，王次龙导演，苏州人汤天绣、周文珠和高占非主演，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1931年摄制。
它以辛亥（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的事迹为背景，着重描写了男女主角为父报仇，并受孙中山先生
革命党人启发，参与攻打曹驽署的故事。
当时受到苏州观众的热烈欢迎。
每日3场，连映5天，创当时苏州放映最高纪录。
大光明电影院共有座位640个，其中优座40个，票价小洋四角，普座600 个，票价小洋二角。
 苏州大戏院开幕虽比大光明电影院早3个多月，但专映电影却比大光明电影院晚8个多月。
从设备条件来看，苏州大戏院装有与上海国泰大戏院同等的RCA有声放映机，先于大光明电影院放映
有声电影。
1932年7月4日，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摄制的全部对白歌唱有声巨片《银星
幸运》，编剧朱石麟，导演张石川，摄影董克毅，主要演员胡蝶、郑小秋。
开幕时并“加映在苏州公共体育场开追悼淞沪阵亡将士大会有声新闻影片两本”。
该院放映的第二部影片，是“美国”小范朋克等暨数十飞行专家合作的有声片《铁血主义》。
苏州大戏院共有座位851个，其中优等91个，票价小洋6角，上等160个，票价小洋4角，普通600个，票
价小洋2角。
各种票价另加小费30个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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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6月，苏州大戏院经营者卢根（上海电影巨商，美国混血儿），以其整个事业之变动，乃将
苏州大戏院让渡，由大光明电影院陶寿荪领衔，联合整个股东，以15000~接盘，门面加以修理，而与
大光明同受陶之指挥，12月1日起，苏州大戏院即与大光明电影院同时开映之影片，两家合并共同计算
，获有外国出品公司四家之第一流未映权者，如米高梅、派拉蒙、华纳、环球，中国出品公司三家（
小公司除外），计明星、联华、天一。
 ”（见1935年1月1日《一年来之娱乐事业》——《苏州明报》）从此，“苏州大光明”两家成为姐妹
电影院。
 大光明电影院，从1931年10月24日开幕，至1937年明14日苏州沦陷前，共放映影片488部（其中国产影
片290部，外国影片主要是美国影片198部） ，外国影片占40.6%。
苏州大戏院，从1932年7月4日专映电影后，至1937年 8月16日苏州沦陷前，共放映影片500部（其中国
产影片68部，外国影片432 部），由于前几年该院为美国影商卢根经营，放映外国影片占整个放映数
的 86.4%。
 1937年11月19日苏州沦陷后约一年，陶寿荪委托唐道安负责兼管两院，由吴均贤（观前味雅咖啡馆老
板，陶寿荪连襟）、吴均里（观前新雅饭店老板）兄弟任正副经理，1940年日本中华影画株式会社霸
占了两院。
负责人为连石涛（中国台湾人）、经理木春（日本人）、稽查中山（台湾人）。
苏州大戏院每星期专为日本人放映两天日本武士道之类的影片。
除了为日本人放映专场，1940年1月5日至1944年12月31日，对外营业放映的国产影片173部，外国影片
主要是日本影片29部。
同一时期，大光明电影院放映国产片137部，外国影片2部。
日本影片都是原版，观众看不懂，也不愿看，所以放映极少。
主要通过“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专门摄制的反动色隋之类影片控制影坛。
 1945年5月，中华影业公司派上海王镇夫接替，同年抗日战争胜利，10 月，国民党吴县县政府派吴县
警察局长唐彬华（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和骆友龙等接受，负责经营管理两院业务。
 陶寿荪见两院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敌产接收。
四处托人申诉，于1945年年底批准发还。
 1946年1月1日起，陶寿荪将两院出租与苏州聚发公司，蒋仲川（国民党军政部总务处长——中将，当
时任吴县参议会秘书）任总经理，吴均贤任经理，孙震裘（青年会电影部主任）任总务副经理，吴均
里（吴均贤兄弟，原系苏福汽车站售票员，后在观前街开设新雅饭店）任院务副经理，张德麟（原系
苏州明报印刷厂职工，后与骆友龙等合股开设鹤园酒家）任院务副经理兼广告主任。
 此时，两院房屋略加小修、粉刷，大光明电影院调换安装中西公司出品的新式“生泼来斯”放映机。
座位增至1031个。
苏州大戏院座位增至 1189个。
为提高英、美影片上座率，特于每个座位上安装耳机插座（名为译意风），用华语通过耳机翻译剧情
，帮助观众看懂原版片。
此举不仅使营业量猛增，同时也收取了许多耳机租金。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正值聚发公司租赁期满，陶寿荪将两院收回自营，暗地却将两院出租与唐
道安等。
唐任总经理，吴汝荣（吴均里兄弟，原为两院会计）任经理，吴均贤、孙震裘、张德麟任副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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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里记录了百年来百余名苏州电影人参与摄制的老电影，包含他们从影的辛劳和创造、坎坷和不
幸。
《姑苏影人》分苏州电影活动摭录、苏州早期作家编写的电影、苏州当代作家小说被改编的电影、苏
州戏曲被搬上电影、苏州真人真事被改编的电影、文彦璀璨的编剧、导演、技艺精湛的幕后影人光彩
熠熠的耀眼演员八个部分记述了百年来苏州人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创立与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记载了当
年年专家、群众对若干电影所写的评论文章，资料详实丰厚，可读性强，对电影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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